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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世界科技发展回顾
生生

技技

术

物
癌症免疫疗法

成热点，基因编辑
安全引关注

2018 年，美国科学家向癌症这一顽疾发起

冲锋，以细胞免疫疗法为代表的癌症免疫疗法

成 为 研 究 热 点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果 ，如 证 明

CAR-T细胞免疫疗法副作用可被抑制、首次将

T 细胞免疫疗法成功应用于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等。詹姆斯·艾利森因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的

贡献获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成为

免疫疗法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剂。而迄今最为综

合的癌症基因组图谱的推出，为科学家提高癌

症疗法疗效和研发新药提供了路线图。

基因编辑技术依然保持热度，不断有新突

破，如首次借助 CRISPR 技术将皮肤细胞转变

为诱导多能干细胞、开辟更多可编辑基因组位

点、开启利用 CRISPR 技术治疗遗传性眼病临

床试验等。与此同时，基因编辑安全性问题再

引关注，先有研究称 CRISPR 改造过的细胞或

易癌变，后有研究指出基因编辑可能引起 DNA

大规模删除或重排。这些忧虑表明，基因编辑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手术室并不容易。

在艾滋病研究、基因测序等方面，科学家也

取得很多进展，如开发出可抑制艾滋病病毒至

少 4 周的长效抗 HIV 药物、绘制出数百个未被

研究过的微生物基因组草图、创建出含有 2条染

色体的菌株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皮耶罗·安维萨学术

造假事件对美国心脏干细胞研究构成冲击，成为

2018年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一大遗憾。

启动基因组计
划，加强卫生健康
研究

2018 年，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EBP）正式

启动，准备在 10 年内对地球上 150 万种已知真

核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测序、编目和分类，预计耗

资 47亿美元，来自美、英、中等国的 17家机构承

诺将共同努力实现项目的最终目标。此外，英

国政府还宣布将在未来 5 年内开展 500 万人基

因组计划，标志着精准医学研究进入大数据阶

段。

卫生健康方面，成立健康和生物医疗数据

科学研究所，旨在利用数据科学应对各种卫生

保健问题的挑战。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家通

过分析英国生物银行的健康大数据，筛查出近

80个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英国卫生部宣布国

家卫生研究院将推出一项总额为 400 万英镑的

计划，旨在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先进的心

理健康虚拟疗法。

剑桥大学宣布将与英国另外 4 所顶尖高校

合作开发一系列药物输送技术，以便让抗癌药

物更高效地杀灭癌细胞。由英国医学研究理事

会资助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确定了 3 种与罹患

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风险基因。弗朗西斯·克

里克研究所发现一种蛋白质对于调控过敏性气

道炎症起到关键作用，相关机制有助于未来找

到更好的哮喘疗法。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

表明，一种完全由人工合成的病毒可高效杀灭

细菌，且不容易产生耐药性，有助医学界解决致

病细菌对抗生素耐药的问题。

英国航天局宣布，将数千条小蠕虫送往国

际空间站开展实验，以便深入了解空间飞行引

起的肌肉损失现象。

找到有效抗癌
成分，发现脑血流
图大错

探明可调节 T 细胞免疫功能的 Chi3l1 基因

的作用机理，并开发出一种癌症免疫治疗新物

质。

发现有效激活体内免疫细胞活性的纳米颗

粒，可促使人体内铁蛋白释放 SIRPα蛋白质，

降低 CD47蛋白质活性，从而增加抗癌药物和免

疫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力。找到一种乳腺癌靶

向治疗增效成分 PI3K 的 p110α亚型，同赫赛汀

联合用药。

发现目前广泛使用的脑血流图的一处“百

年历史”的重大错误，绘制成功高清晰图像并用

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另有研究显示，韩

国人的颅腔容积在建国后 40 年间显著增大，显

示营养和生长条件对大脑容量的影响巨大。此

外，研究显示韩国人胰腺在生理和病理上易患

糖尿病。

2018年，韩国科学家还利用 DNA 材料制作

直径10微米针头的纳米注射贴片；完成了国内首

个 3D 打印胸骨移植手术；开发成功保持羽衣甘

蓝正常生长并提高其抗癌成分葡萄糖异硫氰酸

盐含量的培育技术；首次通过人工授精方法让濒

临灭种的亚洲黑熊诞下幼崽。

脂肪细胞变身
干细胞，试管中培
育微型大脑

在动物实验中成功将脂肪细胞转化成干细

胞，并可根据需要将干细胞培养成包括大脑和

心脏在内的各种器官的组织植入物。

以色列和英国研究小组发现，某些免疫细

胞在攻击病原体前会簇拥在一起，其作用是决

定免疫细胞群的任务，该发现有助于寻找到更

好的免疫策略。

找到 Lujo病毒在人体内定位和绑定目标细

胞的“路标”，有助人们利用免疫细胞制定精细

个性化疗法去除黑色素瘤。

找到在试管中培育微型大脑的方法，为分

析和医治小头症、癫痫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

研究开辟新道路。

研究人员提出通过摧毁细菌用来保护其

“栖息地”的生物膜来灭菌的方法。

活性硅肥助农
作物增产抗病，人
造血管有望实现药
物“预置”

农 业 方 面 ，研 制 出 一 种 活 性 硅 肥 ，不 仅

成 功 加 快 了 农 作 物 生 长 ，提 高 了 作 物 产 量 ，

同 时 提 高 了 农 作 物 抗 病 性 及 对 恶 劣 环 境 的

适应性。

人工器官方面，研发出新型人造血管，未来

通过进一步研发可实现药物的“预置”。

医药方面，研制出颞叶癫痫病治疗的特效

药 URB597，可有效阻断酶对花生四烯乙醇胺

的破坏作用；俄罗斯和加拿大科学家团队研发

出用金纳米粒子破坏癌细胞的方法；研制出一

种用于重症肌无力治疗的新型分子 C-547，既

能阻断乙酰胆碱酯酶的作用，又不会干扰其他

控制消化和泌尿过程的酶，副作用明显低于其

他同类药物。

揭示线粒体疾
病病因，发现第 0
脑神经新功能

线粒体疾病发病原因被揭开，有望开发针

对性治疗药物。日本熊本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

牛磺酸在线粒体内外的蛋白质生产和保质中具

有重要作用，特定的化学物质维持蛋白质质量

可以改善线粒体疾病的症状。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利用斑

马鱼进行试验，发现第 0脑神经（端神经）掌管着

脊椎动物对二氧化碳的规避行为。

神户大学龟冈正典准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破坏艾滋病病毒的调控基

因，成功抑制了感染细胞 HIV-1的产生，有望开

发出根治艾滋病的新疗法。

从事南极植物
研究，开发防病虫
害新药

乌科学家在南极从事一项植物抵抗紫

外线辐射以及抗冻和抗旱研究，未来有可能

为世界提供治疗复杂疾病、保护皮肤免受紫

外线辐射以及在压力条件下种植作物的方

法；开发并测试了一种用于保护植物

的新型药物，提高了对板栗树病

虫害的防治效果。

半 导/超 导 材
料有突破，功能性
材料应用前景广

2018 年，在半导/超导材料研发方面，美国

科学家不仅开发出提升富勒烯材料导电性能的

新方法，提高了有机材料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的

潜力，还发现两层石墨烯以特定角度缠扭可表

现出非常规超导电性，并开发出通过压缩来操

纵石墨烯电导率的新技术，大大拓宽了石墨烯

在半导体和超导材料领域的应用前景。

科学家还开发出利用分子束外延的方法生

长氮化铌基超导体的技术，并成功将该超导体

材料与具有宽带隙的半导体材料相整合，为整

合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奠定了基础。

一些特殊功能新材料陆续出现。如一种

被称为“无规则杂聚合物”的合成高分子材料，

让蛋白质能够清除化学污染，有望在环保领域

建功立业；一种可生物兼容的人造橡胶，不仅

具有生物组织的力学性能，还可在变形时改变

颜色，或可在生物医学领域大显身手。

此外，美科学家设计的一种掺有铬和钒元

素的锂镁氧化物，能大幅提高锂离子电池容量；

而能够在不同波长光线照射下改变结构，在刚

柔两种状态间转换的新型聚合物，因自愈特性

及拓扑结构转换能力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材料合成新方
法层出，黑色涂层
新材料面世

纳米颗粒是当前纳米技术的基础材料组之

一，一般需要在金属离子浓度稀薄的溶液内合成，

并大量排放废液，给环境造成巨大负担。山形大

学设计并合成了适用于合成纳米颗粒、由有机配

体和金属离子构成的金属络合物，还尝试开发了

环境负荷较低的纳米颗粒合成法。

由京都大学、筑波大学、东海大学和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向相变材料

GeSbTe化合物（GST）照射高强度太赫兹脉冲后，

该材料会以纳米尺寸从非晶状态生长出晶体。

理化学研究所新开发了“原子混合法”，能在

极微小的纳米颗粒中，以不同的比例和组合混合

多种金属元素。利用这种方法，首次成功合成了

分别混合 5种和 6种金属的多元合金纳米颗粒。

该方法有助形成新的物质群和开拓新领域，开发

出目前尚未发现的新型功能材料。

东北大学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日本电气

硝子公司通过共同研究，开发出了能以均等强

度强烈吸收所有可见光（波长 400—700纳米）的

黑色涂层材料。如此一来，被视为液晶显示屏

缺点的暗色显示将变得更加美观。而且，该涂

层材料还能提高包括有机 EL 显示屏在内的所

有显示屏的可设计性。

双层涂料能吸
热制冷，太空材料
可造人工骨骼

以色列初创公司发明了双层涂料，它能吸

收太阳热能，同时将吸收的热能用来制冷。太

阳光能越强，涂层制冷能力越高。该涂层材料

几乎可以用于商场、公寓楼、交通工具、卫星等

任何一个物体的表面，且对环境无害，使用寿命

为 10—15年。

科学家发现卤化物钙钛矿等材料内部存在

着自我修复功能，该发现不仅可以促进卤化物

钙钛矿的使用（如获取太阳能），而且可以帮助

寻找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其他自愈材料。

医务人员将由高分子聚合物构成的太空新

材料 MP1 制造成人工骨骼，用于矫形外科手术

中代替人体关节，从而开创了关节替代新疗法。

尖端领域用新
材料成果迭出，石
墨烯改性助力量子
计算机研发

2018 年，俄科学家在新材料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新成果：

托木斯克工业大学科学家利用聚合物纤维

和亚麻纤维研发出高强度复合材料，具有重量

轻、强度高的特性，未来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和汽车工业等领域；

远东联邦大学和俄科学院远东分院学者在

极端条件下，合成出粉末混合物材料，主要成分

是铪的碳化物和氮化物，熔点达到 4400开尔文，

超 过 世 界 上 最 难 熔 材 料 五 碳 化 四 钽 铪

（Ta4HfC5）的熔点 4200开尔文纪录，该材料将主

要应用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能源、

防化、冶金和核工业等尖端领域；

俄远东联邦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的科研团队

研制出新型Nd:YAG光学纳米陶瓷材料，含有高

达 4%钕离子活性添加剂，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

性能，可作为地面及空间光学通讯设备材料，用

于制造高精度距离测量及污染监测的仪器，以及

开发新型激光加工、信息记录与存储方式等。

在石墨烯改性处理方面，莫斯科罗蒙诺索

夫国立大学化学家合成出了一种外形酷似水母

的特殊类型石墨烯纳米粒子，这些粒子的结构

使其可被用于催化过程及制造导电聚合物，可

用来制造超级电容器和电池的电极；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的

俄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对石墨烯进行了

改性处理，赋予了其钴和金磁性和自旋轨道耦

合的特性，有助于改善量子计算机。

首测二维材料
力学性能，优化利用
稀土和永磁体

萨尔州大学的物理学家哈特曼和莱布尼茨

新材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通过对石墨烯

进行扫描隧道显微镜测量，首次能够表征原子

级薄膜材料的二维力学性能，为其从传感器、处

理器到燃料电池等广泛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 8 家研究所联

合开发出了优化稀土使用的解决方案。一种是

采用新的解决方案可使稀土材料用量减少五分

之一；另一种是将电动机、风力涡轮机或汽车上

回收的永磁体重新再利用，通过纯氢处理将永

磁体分解成微小颗粒，然后重新浇注或烧结，再

生磁铁可达到新磁铁容量的 96％。

此外，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专家开发出了一

种新的固态电池，其充放电过程的充电率比文献

记载的固态电池高出 10倍。新电池组件由磷酸

盐化合物制成，材料经过化学和机械性能的最佳

匹配，实现电池持续良好的可通性。一般固态电

池再次充满需要约10—12个小时，新型电池不到

一个小时就能充足电，有望用于电动汽车、航空

航天、智能住宅和医疗器械等众多领域。

升级表面活性
剂材料，低温合成
大面积石墨烯

韩国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利用基因工程改

造过的大肠杆菌和葡萄糖制造芳香族聚酯塑料

的技术；利用纳米粒子研制出新一代表面活性

剂；使用钨硒二维纳米膜与一维氧化锌纳米线

研发出新一代宽光谱二极管感光元件；成功开

发出以新型纳米复合体（氟化锡 SnF2）和碳素为

基础的钠离子电池用负极材料，成功将钠离子

电池容量提高约两倍。

此外，韩国大学利用二氧化硅纳米材料制

造出高灵敏度、透明且柔软的压力传感器，在无

源工况下利用离子的移动传输外部刺激信号，

对血压、心电、物体表面特性等具有精密感应能

力；利用钛金属开发成功高品质的大面积石墨

烯低温合成技术；模拟电鳗发电原理和结构开

发出微型高电压能量发生器，利用数千个能量

发生器集群产生 600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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